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豆豆 杜鷺鶯

路癡歷險記 有一種民主叫「多數服從少數」
我總是自我嘲諷，如果

我敢認路癡第二，估計沒誰
能當第一了。

說 到 我 的 路 癡 糗 事 ，
估計得寫好幾篇文章。那一
年我來馬尼拉打工，過了兩
年，辭職，換了一份工作，

老闆急
著讓我去報道，因為公司在裝修中，

我必須去看場子，我之前的一份工作，老闆
有提供宿舍，辭職後，我只能搬離原來的住
所。好在我在入職前，在羅賓遜商場附近
找到了一個單身公寓，開始了朝九晚五的日
子。

每天晚飯後，我總會到商場散步，蹭
空調，因為我對附近的環境不熟悉，不敢
貿然出去，直至現在，每次需要去羅賓遜商
場，我還是會迷路。

知道我要回國，山東的弘姐便決定要
來福建找我，後來又有幾個朋友也想來福建
看我，我是石獅人，朋友來了，我總得盡地
主之誼吧，可我這個超級路癡，自己都不知
道在石獅怎麼走？

要怎樣招待朋友呢？另一方面，我已
經9年沒有與山東的朋友們見面了，於是便
有了我的山東之行。

10月27日四點半，我便早早地起了床，
為了不打擾同室的瑜姐，我在前一天睡覺前
就已經收拾好行李，五點鐘網約司機便來到
酒店接我，匆忙中，我把日常所吃的藥包以
及隨身的梳子留在了酒店。

到了機場，托運完行李，便往候機室
走去，看看時間還足夠，便去吃早餐，用餐
的人寥寥無幾，用完早餐之後，我刷了一小
會手機，機場的喇叭裡已經傳來了登機的通
知。

每次搭乘飛機的時候，我總喜歡選擇
靠走道的位置，可這次飛行，我的位置只能
是飛機第三排靠窗的位置。這是一趟晉江飛
往烏魯木齊經停濟南的飛機，我的目的地是
濟南。由於我帶的行李有點多，除了手提的
行李箱之外還有雙肩包與一個小包，我從雙
肩包裡拿出了夾克穿上，把小包放進了雙肩
包裡。

當我登上飛機時，當我把行李箱放進
我頭上的行李架後，已經沒辦法再把雙肩包
放進去，我想把雙肩包放進我的座位下，空
姐把對面的行李架挪了挪，把我的雙肩包放
了進去。

當飛機在高空中飛行的時候，空姐開
始了分發早餐，為了不浪費食物，我還是把
分發的早餐吃了，肚子有點撐，習慣了菲航
國內航班只有小點心沒有正餐的我，打開前
一天航空公司發來的短信，才發現是迷糊的
我沒有仔細讀短信。

於是最近迷上「拼多多」的我便心疼

起我早上花費的那份38元的早餐，那38元我
可以拼好多東西的，兩個多小時之後，飛機
在濟南降落。

由於我坐在靠窗的位置，只能等旁邊
的兩個人先出去之後再出去。我從行李架上
取好了行李箱之後，回身要取我的雙肩包
時，結果壞了，我發現我的雙肩包不見了，
行李架上有一個黑色的雙肩包，材質跟我的
完全不一樣。如果我的雙肩包丟了的話，意
味著我將寸步難行，並且我也不能返回菲律
賓，我的證件都在雙肩包上。

我只能逗留在飛機上，等到所有的旅
客都下飛機後，才能確定包包被拿錯或者被
偷。

最後，飛機上留下了一個雙肩包，這
樣就確定了包包被人拿錯了，這時機場地勤
人員來到了飛機上，告訴我已經通過廣播把
拿錯包包的訊息傳了出去，他們把我帶到了
候機室，尋找即將飛往烏魯木齊的旅客中到
底有沒有人拿錯包包？

他們通過電腦找尋經停濟南的旅客，
結果還是一無所獲。

地勤人員告訴我先去取托運行李，然
後再去出行航站樓的二樓詢問處，因為他們
已經通知了如果有旅客拿錯的話，要送去那
裡。如果實在找不到的話，我就需要去機場
公安局報案，進而要求調監控……。

我落寞地走往托運行李的地方，當我
把行李放上推車的時候，我的電話響了，我
的雙肩包被找到了，那個拿錯我行李的人在
二樓的詢問處等我了。他告訴我可以儘管拿
回我的包包，而對方的包包地勤人員會送過
來。

好在從濱州來接我的朋友可以進到出
行航站大廳陪我一起去詢問處。

當我們來到詢問處的時候，發現一位
老大姐背著我的包包，她還在埋怨我這麼久
才過來。

我一聽她的口音是我們地道的閩南普
通話，便用閩南語與她交流，原來是她的同
伴把我的包包拿走，直到出飛機場，她要拿
出大衣傳的時候，才發現不是她的背包。大
媽緊緊地拽著我的背包，說是如果把包包給
我了，她該怎麼辦呢？

我只好在與地勤人員解釋溝通。最後
把我的包包拿回來。

此時距離我的包包被拿錯已經一個多
小時過去，我抵達濱州的時候已經是下午一
點四十分，早上吃撐的早餐在這個時候派上
了用場，剛剛好。

在整個事件中，我竟然不惱，路癡的
我竟然沒有在洛大的航站樓迷路，竟然可以
在面對大姐的責備時，不怒，依然和顏悅
色。我想這就是進慈濟我學到的東西，應用
在生活中吧。

（11/10/2024）

牽動人心的第47任美
國總統大選意外地迅速且平
順落幕了。代表共和黨的
特朗普在相隔百年後繼格
羅弗.克利夫蘭史（美國第
22、24任總統）成為第二位
贏得兩屆非連任的總統當選

人。 
美國民眾戲劇化地把四年前用選票

送走的「瘟神」用選票又重新「請」了回
來。 這是民意，卻更似是「天意」。 

這場牽動萬千人心的選舉結果無論是
對結束長達兩年並已造成雙方上百萬人員
傷亡的俄、烏戰爭是某種對結束戰爭尋求
正義的期盼和等待，也是新屆政府將會如
何平息以、巴之戰所燃起的中東戰爭和遠
在太平洋彼岸南海爭端國家所關切的「美
國態度」，更不用說對美國本土包括非法
移民等各種與民生息息相關的政策會否因
新一屆執政者理念的不同而將會到來的大
翻轉或改變。 

吃了一記事前「民意調查結果領先」
悶棍的民主黨及其擁躉，至今仍在滿世界
找敗選的原因與答案。 

眾說紛紜的媒體輿論和誤判結果的
選前預測機構，幾乎都將此次敗選歸咎於
選民鄙棄民主黨的各種政治正確的「左
膠」行徑、不滿現任拜登政府包括經濟、
移民等政策以及賀錦麗較遲啟動競選等等
原因。「神準預測當選總統40年」今次也
「漏鏈」的史學者利奇曼甚至認為儘管民
主黨已「竭盡所能」，賀錦麗作為史上唯
一一位免於參加初選題名人也是一個因
素。

然而，人們終究還是忽略了一個足
以顛覆整個選舉結果的關鍵「臨界點」
（tipping point）：儘管共和、民主兩黨
候選人幾乎都守住了本黨原有的「基本
盤」，然而幾個「搖擺州」卻出現了異
動：俄亥俄州共和黨以55.2比43.9勝出，

而一向被認為「得一郡而得天下」的選舉
重鎮賓夕凡尼亞州，雖由民主黨籍州長執
政，州中面積最大、人口最多的費城又是
傳統民主黨的票倉，今次也以50.6比48.5輸
掉了該州的19張選舉人票。 

據說選舉當日居住於賓州農場的阿米
許人（Amish）前所未見地大規模踴躍前
往投票，通往各投票站的路上甚至可見阿
米許人的交通工具——馬車罕見地排成長
隊。 

聚居在美國東北部賓夕凡尼亞、俄
亥俄、印第安那州有二十多萬拒絕現代科
技文明的古老基督教派阿米許人，兩百多
年來一直堅持自己純樸的傳統生活方式，
不繳稅、不服兵役、不參與政府事務、不
登記投票。他們只希望政府遠離他們的生
計，也遠離他們的宗教生活。此次阿米許
群體罕見地集結動員，以選票發聵，原因
卻也十分純粹：早前一座由阿米許人經營
的農場發生多起孩童飲用其生產的生乳後
發生不適的案例，然而農場主人以宗教信
仰為由，拒絕遵守美國食品藥物管理局
（FDA）的規範。因此，賓州政府在今年1
月4日強制執法，突擊檢查該農場。此舉引
發阿米許人的強烈不滿與反彈，將其視為
政府過度干預。而剛好減少政府干預一向
是共和黨的主張，因此阿米許人決定在這
次大選中動員支持共和黨候選人川普。 因
為他們覺得，參與大選的動力，是出自鄰
里守望相助的初心。 於是乎，少數阿米許
人的選票不僅成了約有二億三千多萬合資
格選民（截至2020年）美國總統選舉勝負
的一個關鍵因素，或許也會間接成為那些
被戰爭摧殘的烏克蘭平民、那些至今仍生
死未卜的加沙人質、美國國內成千上萬還
在領著政府每週發放的食物代金券的「無
證者」（非法移民）的命運，甚至是現今
全球那些無解難題的「Tipping Point」。 

莞爾乎？感慨乎？

（寫於2024/11/10）

楊文田

中美關係不是零和博弈，共同利益大於分歧
11月7日，中國國家主

席習近平致電唐納德·特朗
普，祝賀他當選美國總統。
習近平主席在賀電中指出，
歷史昭示我們，中美合則兩
利、斗則俱傷。一個穩定、
健康、可持續發展的中美

關係符合兩國共同利益和國際社會期待。
習近平強調，中美兩國應秉持相互尊重、
和平共處、合作共贏的原則，加強對話溝
通，妥善管控分歧，拓展互利合作，走出
一條新時期中美正確相處之道。習近平主
席的這番話道出了中美關係的深層含義：
中美關係不僅僅是兩個大國的雙邊關係，
它事關全球穩定與繁榮，也為世界樹立了
非零和博弈的典範。

中美兩國作為全球第一、第二大經濟
體，對全球經濟和國際秩序的影響舉足輕
重。

全球化的發展和相互依存的加深，使
得兩國的合作不僅影響到本國的利益，更
關係到全球的發展穩定。從經貿往來、氣
候變化到防治疫情，中美的合作都是全球
治理體系的重要組成部分。

中國和美國分別是全球第二大和第一
大經濟體，兩國經濟總量佔全球的40%以
上，是推動世界經濟增長的雙引擎。過去
幾十年裡，中美貿易額不斷攀升，兩國之
間的相互投資也逐年增加。特別是在全球
供應鏈和跨國生產網絡中，中美的合作和
貿易往來促進了各自的經濟發展，創造了
大量的就業機會。

如果中美關係惡化，貿易壁壘增多，
不僅對兩國經濟帶來損害，全球市場也將
受到波及，尤其是發展中國家將面臨更大
的經濟壓力。

中美是全球碳排放的最大和第二大國
家，兩國合作對抗氣候變化至關重要。無
論是簽署《巴黎協定》，還是推動各自國
內的碳中和計劃，中美兩國在氣候變化領
域的共同努力將直接決定全球應對氣候變
化的成效。正如習近平主席所指出的，中

美合作可以在全球可持續發展方面發揮重
要作用，這不僅符合兩國人民的利益，也
符合全人類的利益。通過合作，中美可以
共同推進清潔能源技術的研發和推廣，從
而為全球綠色轉型提供解決方案。

新冠疫情爆發後，全球公共衛生合作
的重要性得以凸顯。作為全球最大的兩大
經濟體，中美在防疫、疫苗研發和公共衛
生體系的建設上都有巨大影響力。中美合
作不僅可以加快疫苗和醫療物資的生產和
分配，也可以為未來潛在的全球性疫情提
供應對方案。此外，在科技創新方面，中
美兩國均為全球技術進步的推動者。如果
兩國在科技領域加大合作，而非對抗，將
會使得科技進步更加迅速，惠及全球。

歷史已經多次證明，中美關係的良性
互動符合兩國和世界的利益。無論是冷戰
結束後的經濟合作，還是近年來的技術交
流，事實證明中美合作的成果往往惠及全
球。反之，當兩國陷入對抗，不僅兩國利
益受損，國際秩序和全球穩定也會受到嚴
重影響。

冷戰結束後，中美關係進入了一個
合作期。特別是在中國加入世貿組織後，
中美貿易關係蓬勃發展，推動了全球經濟
增長。美國企業受益于中國市場的巨大需
求，中國也受益于美國的技術和資金支
持。中美經貿往來的快速發展，不僅使兩
國經濟聯繫更加緊密，也促進了全球化的
深入發展，使全球經濟進入了一個快速增
長的階段。

上世紀80年代是中美關係逐步改善的
重要時期。在這一階段，中美在經貿、文
化、教育等多個領域展開了深入合作。通
過交流與合作，兩國逐漸增進了互信，避
免了因誤解和對抗而導致的緊張局勢。歷
史經驗告訴我們，中美兩國只有在增進互
信的基礎上，通過對話和溝通解決分歧，
才能實現共贏。

近年來，由于貿易摩擦、科技封鎖和
地緣政治等因素，中美關係呈現出一定的
緊張狀態。這種對抗不僅損害了兩國的經

濟利益，還影響了全球供應鏈的穩定，給
世界經濟帶來巨大不確定性。在對抗中，
雙方都不得不為彼此的報復性政策付出代
價，而最終受損的不僅僅是中美兩國的經
濟，全球市場和各國經濟也難以獨善其
身。

中美關係的核心在于如何在利益分歧
中找到合作點，從而實現共贏。習近平主
席強調「非零和博弈」的思想，反映了中
國在處理中美關係時的理性與務實。這不
僅符合兩國的共同利益，也符合全球和平
穩定的需求。

經濟領域的非零和博弈已經多次被證
明。中美兩國經濟高度依賴，脫鉤將導致
巨大成本。在中美相互依存的情況下，貿
易戰只會導致兩敗俱傷。在供應鏈全球化
的今天，中美任何一方退出都將使全球供
應鏈出現斷裂，甚至威脅全球經濟安全。
雙方若能通過談判和磋商解決爭端，將為
全球經濟注入穩定性和可預見性。

在科技創新領域，中美各有所長。美
國在基礎科學、創新能力上具有優勢，而
中國在工程技術和市場規模上具有獨特優
勢。中美科技合作可以實現優勢互補，通
過研發合作加速技術突破和應用，創造更
大的社會價值。人工智能、量子計算和生
物技術等領域的科技合作，將不僅促進兩
國的技術進步，也將造福全球。

中美作為聯合國安理會常任理事國，
對全球和平與安全負有重要責任。兩國
在解決全球熱點問題如朝鮮核問題、伊
朗核協議和阿富汗局勢等方面均有重要
角色。任何一方的退出或對抗都會導致局
勢惡化，從而帶來更大的不穩定性。通過
合作，中美兩國可以為全球安全和穩定貢
獻力量，共同維護一個基于規則的國際秩
序。

中美關係的未來不僅關乎兩國，還將
影響全球格局的走向。正如習近平主席所
強調的，雙方應秉持「相互尊重、和平共
處、合作共贏」的原則。

這一原則是未來中美關係健康發展的

關鍵，也為國際社會如何處理大國關係提
供了有益借鑒。

中美可以通過定期高層會晤和溝通，
及時就重要問題交換意見，防止誤解和誤
判。這種高層對話機制不僅可以增加透明
度，也能為各類爭端提供和平解決的機
會。此外，建立信任措施，如軍事交流和
信息共享，有助于增進雙方的戰略互信，
減少突發事件引發的衝突風險。

在處理彼此關係時，中美應尊重對方
的核心利益與關切，避免對對方的戰略意
圖進行敵意揣測。中美作為不同制度的國
家，雙方在意識形態和社會制度上存在差
異，但這些差異並不意味著無法合作。通
過相互尊重和包容差異，中美可以在不改
變彼此政治體制的前提下，共同謀求全球
治理的改革與發展。

中美關係並非零和博弈，而是利益深
度交織、合作共贏的關係。習近平主席的
賀電不僅是對特朗普當選的祝賀，更是對
中美關係未來的美好期望。

習近平主席的講話指出，中美兩國
可以通過相互尊重、和平共處、合作共贏
來共同應對全球挑戰，為人類社會的可持
續發展貢獻力量。儘管中美兩國在意識形
態、發展模式等方面存在分歧，但這不應
成為對抗的理由。相反，在一個全球化日
益深入的時代，只有通過合作和對話，雙
方才能有效地解決分歧，找到彼此利益的
最大公約數。

展望未來，中美關係面臨複雜而多
變的國際形勢，但也蘊藏著巨大的發展潛
力。加強對話、尊重彼此關切、推動務實
合作，將使中美關係在不確定的全球局勢
中成為穩定和繁榮的源泉。中美應攜手合
作，在氣候變化、公共衛生、全球安全等
領域共同努力，推動建立一個更公平、更
包容的國際秩序。

這不僅符合兩國的利益，也回應了
國際社會的普遍期待。正如習近平主席所
言，中美關係不是零和博弈，而是一種追
求合作共贏的關係。


